
! ! ! !浙派篆刻自丁敬创立，经过蒋仁
去粗取精的提纯处理，使浙派印风从
早期的宽泛、芜杂中呈现出较为清晰、
纯净的艺术流派特征。但是蒋仁有限
的创作数量和孤冷绝俗的性格，使这
门全新艺术传播的深度、广度受到了
一定局限。真正能将浙派篆刻创作模
式进一步趋于完善、稳定的，是丁敬的
入室弟子———黄易。

黄易（!"#$%!&'(），字大易，号小
松、秋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诗
人兼金石书画家黄树榖之子。历官山
东东平州判、兖州运河同知，公退之暇
致力于搜碑访古。黄易曾南游嵩洛，东
临泰岱，在这些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汉
魏碑刻聚集的地区，多次亲临实地进

行勘察、棰拓、绘图与记录工作，并将
访碑过程撰成日记，又以山水画纪实
的形式，把摩崖碑石的形状与地理位
置、环境等描绘出来，最后整理、考鉴、
题跋与著录。乾隆五十一年（)"&*），黄
易在山东嘉祥对东汉武梁祠的石刻画
像、祠堂进行了发掘、就地复原与保护
工作。所撰《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嵩
洛访碑日记》等，均为清代金石学界有
影响力的经典著作。黄易识见广、取法
闳、通古今，他的综合性访碑研究活
动，使他成为近代田野考古的先行者。
学者王念孙在《嵩洛访碑图册》题跋时
称赞到：“秋盦司马醉心金石，凡蜡屐
所经，断碣残碑无不毕出，访剔之勤，
模搨之精，实前人所未及。”黄易也自

谓：“辄问贞珉，得即棰摹，篝灯展勘，
不减与古贤晤对。”因黄易精于碑版鉴
别，以致于“四方嗜古之士所得奇文石
刻，无不就正于君”。除了勤于金石考
古外，黄易亦工丹青，山水取法五代董
源、关仝，隶书得力于东汉《娄寿碑》、
《西岳华山庙碑》。尤善篆刻，被列为
“西泠前四家”之一。

黄易弱冠前即从丁敬游，深得乃
师的器重，丁敬称赞说：“他日传龙泓
而起者，小松也。”年轻的黄易与印学
家、鉴赏家汪启淑相善，常受汪氏之
邀，为飞鸿堂治印，使他早年即跻身于
一流印家之列。与蒋仁傲世出尘的脾
性不同，黄易与乾嘉时期金石学家翁
方纲、阮元、王昶、武亿、李东琪等广泛
交流，相互考订，探讨学术，同时也在
士大夫群体中扩大了浙派篆刻艺术的
影响。此外他与西泠印人奚冈为莫逆
之交，两人赤诚相待，奇赏异析。黄易

曾称自刻印：“比奚九印如何？冀方家
论定焉”，有互较长短之意，被印林传
为美谈。“小心落墨，大胆奏刀”是黄易
的精辟印语，被奉为历代篆刻创作之
箴言，他揭示出创作前段印稿设计的
重要性和作者对运刀技法的自信感。
翁方纲在描述黄易胸有成竹、心手双
畅的创作状态时称：“精于摹印，谈笑
之顷，铁颖剨然，立成数枚。”黄易在
“琴书诗画巢”印款中也称：“此印不师
古，不袭人，我行我法。”显示出他不为
传统所囿，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
虽然黄易未能从大文化上确立理

念，他的印作依旧是在浙派的圈子里
驰骋，但他凭借其深厚的金石学修养，
在继承丁敬印风的基础上，上溯秦汉，
旁及宋元，所作醇朴渊雅，拙中寓巧，
气韵生动，较丁敬、蒋仁更为稳练，加
上他为人称道的隶书边款，把浙派印
风推向了精纯与成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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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艺术之家” ! 张桂铭

海上发轫 受业从艺
! 王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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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水墨缘国画工作室自 (''+年
成立至今整整十年了。“十年树木”，
她已长成一棵枝叶繁茂，硕果连连
的大树。我衷心祝贺！
“水墨缘”从原来的沙龙开始，

发展到今天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
跟原来的初衷有关，与教育有关。
)'年前，担任上大美院教授、副院
长的张培础先生刚退下来，但心中
还想着学生、想着艺术和艺术教育。
当时，许多毕业于上大美院国画系
本科或研究生班的学生已分散在各
个行业，平时很少进行互相交流，难
以提高自身艺术创作，于是，培础先
生就想把一批钟爱水墨的毕业生继
续聚集起来，定时定期地坚持写生，
鼓励探索，不定期地组织一些创作
活动与学术讲座，让他们能继续学

习深造以追求艺术之梦。在这样的
初衷下，很快就聚集了 ('多位热衷
于水墨情缘的中青年画家。
十年来，“水墨缘”香火不断，越

来越有影响力，我觉得，这是与“主
持”培础先生的处事为人分不开的。
他艺术素养深厚，待人真诚，朴实低
调。从每次的写生活动、艺术创作，
到艺术期刊的选题、采编、审稿、编
排、付印以及艺事交流、画展组织，
他都是亲力亲为，甘于奉献。正是培
础先生的清澄胸怀，不仅影响了莘
莘学生，还吸引了一批在上海乃至
在全国较有影响的老艺术家，每个
星期三都会来“水墨缘”进行水墨情

缘的交流和探讨。老艺术家们的到
来，实际上又给中青年画家在艺术
上的传、帮、带起到了积极作用，为
上海美术，尤其是培养青年美术力
量继续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使得“水
墨缘”的中青年画家多年来在青年
美术大展、上海美术大展、全国美展
中频频入选，屡屡获奖，已成为活跃
在海上画坛的中坚力量。培础先生
可谓功不可没，功德无量。

我虽然不是“水墨缘”的成员，
但是我很关注“水墨缘”，也有幸应
邀经常参与“水墨缘”的艺术活动，
我感到里面的氛围相当好，宽松、包
容、平等，是同行之间、老中青画家

们共同探讨交流的一个艺术之家。
在这里没有行政关系，没有利益关
系，更没有官位头衔，有的是不同的
画风，不同的特点能在一起相互学
习，相互研究的学术气氛；有的是每
位成员都很尽责尽力、各尽所能的

凝聚力。像这样的“艺术之家”在当
下的美术界已不多见了，让人刮目
相看。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我衷心希望“水墨缘”继续发
扬光大，越办越好。

! ! ! !《穿越·旅日华侨艺术家九人展》在上海长
宁区图书馆举办。九位旅日华侨艺术家是郭同
庆、晋鸥、范民峰、孙家珮、杨永琚、赵龙光、东
强、理燕、王卫明。他们分别在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中叶至九十年代初东渡日本，相聚东京，在
继承和弘扬华夏艺术的同时，亦学习研究东西
方文化，专注于国画、油画、书法、篆刻的创作，
雅集联谊，举办艺展。九人中郭同庆、范民峰、
孙家珮系上海人，晋鸥虽是浙江桐乡人，但他
学艺发轫于上海。

郭同庆是位功力深厚、风格独特的书法
家，四体皆能，尤擅长草书，老书家黄若舟教
授行伯乐之事，把他引荐到章草一代巨擘王
蘧常教授门下。此次展览中的对联：“得山水
清气，极天地大观。”运笔遒劲郁勃而酣畅刚

健，气势端庄凝重而风骨傲然，内蕴王师的气
息神韵。

晋鸥书画印全能，其中尤以书法篆刻名世，
拜海上名家钱君匋先生为师，受到了严格系统
的训练。为了转益多师，他又拜于韩天衡“百乐
斋”门下，使自己的书风印格，有了进一步的提
升，更趋于奇谲苍莽，格古韵清。

范民峰祖籍江西丰城，出身于上海，从小
就喜爱涂鸦，后专攻宋元山水，技法全面而娴
熟，笔墨工致而精到，意境雅致而高迈。他钟
情于禅意山水画的创作，那静穆幽逸的构图、

细腻典雅的笔触、华润婉约的线条及苍茫朴
茂的晕染，使画面禅意弥漫、气韵丰盈、诗情
盎然。

孙家珮长期致力于油画创作，作品曾参加
中国首届油画展，并先后在上海美术馆、常熟博
物馆、日本中央美术馆、法国巴黎皇家画廊、美
国纽约埃莉诺阿画廊等举办个展。上海作为近
现代中国油画的重镇，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樑
等油画创作曾给他以深厚的影响。东渡扶桑后，
他的视野更加开阔，笔触精细，构图饱满，融贯
中西，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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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的艺术圣境
———王开云奇人奇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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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观赏王开云的作品，即刻会感觉“下
笔烟风云动，落纸已鸾回风惊”的浩然气
象，其独特的绘画功力在画坛上独树一
帜，常年从事研究绘画艺术理论、跨学科
的陆门弟子、资深学者周生力将王开云的
画归纳为：深刻表现出造物主的伟大与圣
洁，大美不言，道不离艺。在周老师毕生研
究中西绘画艺术比较史的生涯中，包括留
学英国、日本的艺术阅历中，罕见像王开
云这样从黄山走出来的农家弟子，内心竟
然有宇宙观照的神心气象，又具有地球生
物自然裂变的科学具象。其自然天成，意、
象、境达到了较完美的统一。

王开云艺术生涯前不为人知的煤矿
工、筑路工、搬运工的痛苦生活阅历，似乎

与他大山之子坚毅刚烈的性格间有一段
神秘的联系，他说：“我从小的记忆世界就
是大山大水……”其寓意简单质朴。按周
老师的观点：“他找到了自然时空与自己
心灵意象的契合点”，大山之子王开云达
到这般境界是毫不奇怪的。

观赏王开云的每一幅作品，可以寻找
到一个共同点：纯净。他未受当下功利艺
术家的污染，故作高深、标新立异，在他那
质朴憨厚的外表与个性中，更多的是灵性
赋予的自然观。或许是因为草根出身，所
以艺术生命力特强，所以匠人世俗艺术表
现的劣迹在他的作品中荡然无存。

事实上，王开云艺术作品创作的核
心，是基于他极为娴熟深厚的艺术创作功

力，他既结合古人谢赫的“六法精艺”中国
画论，又将西洋绘画的写实技法予以传神
表达，进而在大自然灵性自觉中融入宏观
世界的万千气象，深具画面的质感、动感
与张力，一张普通的宣纸被他出神入化提
升为“世界性的出彩图景”。其灵动性跨越
时空之境，观者无不惊异与肃然起敬。再
观赏他的书法作品的精绝，就更能体验到
其书画一体的心灵表现：“夫虚静恬淡寂
寞无为者，万物之本”的开迹显平，其憨态
可掬，更令人静悟。

最近，王开云绘画艺术作品展即将如
期向各界呈现，正是应艺术界的呼声：为
弘扬当代中国画坛艺术传承创新的精神，
掀起彼岸艺术畅想的新风。


